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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过得真快，《第一管理》问世已经快三年了。
我们当初写作《第一管理》的目的是，让读者认识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隐忧，事故总损失超过自然灾
害、传染病、突发事件之和，成为影响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拖累；让读者了解员工生命健康的头
号敌人，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战争，上升为人类非正常死亡的最大祸根。
基于此，我们将《第一管理》定位为：融汇业界管理成果，教干部学方法；结合个人切肤之痛，让员
工明责任。
从社会反响来看，我们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的。
政府部门、新闻出版机构等社会各界对于本书投入了极大的热忱。
《第一管理》由北京出版社推向市场后一再重印，受到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山西省政府的高
度重视，作者应邀在国家“安全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山西省政府组织《第一管理》交流研讨
会。
本书的出版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新华社播发专稿，《人民日报》盛赞“为中国安全生产提供新的
答案”，《光明日报》使用了“《第一管理》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的标题，北京电视台组织作者
专访在新闻时段播出。
经济类、行业类、出版类等平面媒体争相报道。
新浪网、搜狐网等著名网站连载部分章节推荐。
新浪网还邀请作者做客“名人堂”，与广大网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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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管专业学不到的管理知识，企业会议讲不透的安全道理。
　　解决的企业管理者是否掉乌纱帽的前程问题，解决是企业的员工人身健康、家庭幸福的命运问题
解决的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
　　持续强化安全责任意识，做到“事事有人负责，环环有人负责”　　让员工从“要我安全”转变
为“我要安全”　　为什么同样的制度，同样的技术，同样的设施，有人平平安安，有人却事故不断
？
　　彻底改变安全教育的空洞说教。
　　解放管理干部，保护基层员工。
　　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
　　增强企业“免疫能力”增强员工“抗击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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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祁有红，财经作家，北京大学精细化管理研究中心（PKU-DMI）安全精细化管理课题负责人，国家“
安全发展”高层论坛特邀请专家，多次应企业、院校及香港政府部门邀请广泛传播安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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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切事故皆可避免，一生平安不是神话——新安全观1 你真把“安全”放“第一”了吗？
我在上海一家著名的国企做内训时，请学员回答对“安全第一”的理解。
有位小伙子抢先回答：“‘安全第一’不就是咱们国家的一句政治口号吗？
”的确，事故频出、重大特大事故多发，困扰着企业界，“安全第一”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高频词
。
对于我们企业中人来说，“安全第一”更是随处可见的常用语——在报纸上、电视上、企业领导的讲
话中，单位工作的总结里，在公司大门的门楣上，在车间厂房的墙上。
对很多人而言，“安全第一”太熟悉了，就像有段相声说的：“咱哥俩太熟悉了，太亲切了，太想念
了。
那什么，您贵姓？
想念得我都记不得您叫什么名字了。
”天天念叨得不知道对方叫什么，还真有可能，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条件反复刺激形成抑制”。
就像“安全第一”，许多人耳熟能详，却熟视无睹，司空见惯，置若罔闻。
但是，“安全第一”现在已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国际公认的公理——“安全第一(Safety First)公理”
。
“安全第一”源起何处？
谁率先提出“安全第一公理”的呢？
最早提出“安全第一公理”的是美国人。
1906年，美国U.S钢铁公司生产事故迭发，亏损严重，濒临破产。
公司董事长B.H.凯理在多方查找原因的过程中，对传统的生产经营方针“产量第一、质量第二、安全
第三”产生质疑。
经过全面计算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还有事故故影响产品质量带来的经济损失，
凯理得出了结论：是事故拖垮了企业。
虔诚的基督徒凯理，力排众议，不顾股东的反对，把公司的生产经营方针来了个“本末倒置”，变成
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二、产量第三”。
老凯理首先在下属单位伊利诺伊制钢厂做试点，本来打算是不惜投入抓安全的，不曾想事故少了后，
质量高了，产量上去了，成本反而下来了。
然后，全面推广。
“安全第一公理”立见奇效，U.S钢铁公司由此走出了困境。
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种办法抓经营，安全还能创效益，这对企业界就有了极强的冲击力。
这一方针诞生后，迅速得到全球企业界的认可。
1912年，美国芝加哥创立了“全美安全协会”。
英国和美国不愧是同文同宗，学得最快。
1917年，英国成立了“安全第一协会”。
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1927年，日本以“安全第一”为主题开展了安全周活动，至今已坚持了80
多年。
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等国在二战前后，新中国是在建国之初，都开始提倡“安全第一”。
那些年，世界各国因主义不同分成几大阵营，一种思想很难为各方认可，但各个国家都一致接受了“
安全第一公理”。
对照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这一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马斯洛1943年写了《激励和人》一书。
按照他的研究结果，个人的需要有5个层次：第一层，生理需要，要吃，要喝，要睡觉；第二层，安
全需要，人人都希望平平安安，否则就会产生威胁感和恐惧感。
这两个层次是基本需求，人们只有活下去，并且平安地活下去；才能够顾及高层次的需求，才能够有
第三层社交需要，社会交往，寻求友谊；才能够有第四层尊重需要，考虑名誉、地位这些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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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够有第五层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自己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发挥潜能，追求成功。
对一般人，即社会大众来说，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安全地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只有少数人可以不管肚皮不要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实现后面的高级需要而牺牲基本需要。
任何社会普通人都是大多数，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会长期忽视普通人的基本需求，所以，“安全第一
”能够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政治利益，成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公理。
新中国于1949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煤矿会议在决议中就提出：“在阳工中开展安全教育，树立安
全第一的思想，尽可能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做到安全生产。
”到了80年代，政府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正式把“安全第一”纳入工业交通等经济生活的
指导方针。
到现在又过去了20多年，“安全第一公理”在很多地方很多企业竟然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说起来
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绝不是个别现象。
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五官争功”——年终总结评比，评选先进部门，CEO“脑袋”让各部门发扬
表扬与自我表扬的精神，推荐自己或者推荐别人。
销售部经理“口腔”说，销路是他们打开的，效益好他们功劳最大；品管部门经理“眼睛”说，销得
好是因为质量好，质量好品管部功劳跑不了；研发部门经理“耳朵”说，产品好是因为设计好，没有
研发部门哪来的设计好；财务部门经理“鼻子”说，效益好是因为成本控制好，财务人员心没少操⋯
⋯各个部门都加入了争功大合唱，只有负责生命健康的安全部门经理没话说，好像这一年除了花钱没
别的成果。
“脑袋”总结说，鼻子眼睛耳朵“五官争功”，都觉得自己重要。
确实都很重要，可是你们知道谁最重要吗？
命最重要，命没了五官都不需要。
这个故事在说，安全最重要，是基础，没有安全，其他工作都是白做。
我们知道，人类要生存繁衍，社会要发展进步，安全是先决条件，没有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们过去对待“安全第一公理”另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简单化，仅仅喊几句“安全至上”、“
安全超越一切”的口号了事。
我们要明白“安全第一公理”的内涵，要明白安全生产的目标。
安全生产目标从理论上说永远是零，但不等于说零事故就是安全生产。
安全的对立面不是事故，安全的对立面是风险；零事故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零风险才是我们的永远
目标。
因为零事故仅仅证明没发生事故，但并未证明消除了发生事故的“病灶”——风险。
有风险就有隐患，就有可能发生事故。
“安全第一”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最高准则。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方案原来设计了数百米的超高层建筑，但是因为消防部门的云梯只有100米高丽被否
决。
我们还应该看到，真正零风险的企业是不存在的。
常态下的安全是；灰色的，是相对的，介乎于发生事故的黑色与绝对安全的白色之间的中间状态，各
个企业之间，彼此只是色度的不同。
坚守“安全第一公理”，树立“安全是灰色的”观点，代表了一种进步。
不以是否发生了危害来判定安全，只有提高警惕，才能保卫安全！
做事就有可能犯错误，不做事永远不会犯错。
“安全第一公理”是不是在提倡“不要做任何事情”？
全社会都不生产岂不是最安全？
当然，“不做事情”是不可能的，生产一天也不可能停止，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安全第一”是在
社会可接受程度下的“安全第一”，是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尽力做到的“安全第一”。
我们永远不要指望天下太平，太平到全国全世界不发生一起事故，但是，尽量减少事故发生，尽量缩
小事故损失，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企业要认识自己的安全责任，把法律和国家监管的政策作为尺度，充分衡量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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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质、成本效益等多种要素，确保风险“可控制之下（undercontr01）”的“安全第一”。
2 生命至高无上“以人为本，关爱生命”这一理念，多次作为我国的安全生产活动主题。
国际上有关人权的公约，我国参加了20多个。
这20多个人权公约涉及最多的是什么？
——生命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是基本人权，而且是首要的人格权。
活着，并且要获得健康，是每个公民的最高利益，现代国家都用立法的方式对此加以保护。
危及生命健康的安全利益，属于公共利益，中国政府采取了尽可能的干预政策。
这种干预，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论生命健康遭受的危险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是自愿承受的还是不
自愿的，而且不论这个人的职业、地位、学识等的影响，国家都会干预，用宪法、刑法、民法和一些
部门法严加禁止。
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能破坏公共利益，危及他人安全。
有人说，我剥夺自己的生命健康，可不可以？
不可以，因为这叫“自杀”，按照立法精神，自杀也是不能允许的。
尊重生命健康的权利，体现的就是人权、人本、人性。
我们过去常讲“为人民服务”，现在常说“以人为本”，其精神实质是恒定不变的，就是把人民的利
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生命健康权属于基本人权，没有生命健康，人的生存发展、人的价值体现和生活的幸福美满就是一句
空话。
“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安全生产”，是政府、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中需要首先考虑的因素。
世纪之交，联合国面向工商界提出了保障基本人权的全球契约计划。
我太太所在的企业中国远洋集团，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建立起以尊重人权、遵守劳工标准、重视
安全环保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体系。
在联合国宴请参加伞球契约领导人峰会的各国企业家时，组织者特意把中远总裁魏家福安排到主宾席
紧挨着秘书长潘基文的位置，以示对第一家加入全球契约的中国企业的敬重之意。
中国企业管理界第一部红色经典《向解放军学习》指出，“向军队学管理、从军队借鉴管理经验，这
是组织管理的普遍现象”。
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透过战争形态的变化趋势，让我们在思考组织管理和效率管理的同时，更应该
从另一个侧面思考安全管理。
我也更加坚信，我们政府在安全生产中提倡的“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理念，符合人类的共同愿望
，代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有史记载的人类战争，打的都是规模，都是人海战术。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多多益善”干什么用？
消耗呗。
兵书有云：“杀敌一万，自损三千。
”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在不计成本的惨烈死伤中谁能坚持到最后。
两次世界大战，投入的军队人数都是用千万来计算的。
不仅军人死亡，老百姓也不被放过。
翻开史书，屠城的历史惨剧曾多次出现，距今最近的南京大屠杀，30多万手无寸铁的平民丧生，成为
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
世界战争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就意味着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人口的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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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那是一场噩梦。
时间过去很久了，我一直想忘却，希望忘掉当时发生的一切，但是伤痛留在我的体内，时时刻刻提醒
着我；疤痕永远地吸附在我的身上，永远揭示着那段经历；往事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挥之不去。
至今，我仍然能够回忆起那天上午的情形。
阳光灿烂，公路上铺满了金黄色。
我们几个人在车上有说有笑时，意外发生了。
我被甩到了正常行驶道和超车道之间。
我意识到自己被移到了路边。
很多围观的人在说话，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眼前浮现出奇异的光芒。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被抬到了救护车上。
在车上，我得知同行的伙伴中已经有一位当场遇难，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在深圳市保安区的一家医院，经检查，我锁骨粉碎性骨折，骶骨骨折，右臂臂丛神经损伤，前胸后背
多处受伤。
我躺在床上不能翻身，在医院里租了一个气垫床。
前胸后背受伤处愈合很慢，每天医生过来给我换药，我总能听到“刺啦”的声音，在我的皮肤上撕扯
，天天如此。
伤口的疼痛还在其次，一直仰面躺在床上，浑身酸痛的感觉难以形容。
我很想坐起来，但是，不行。
一天24小时都躺在床上，常常迷迷糊糊睡过去，忽而又醒过来，很多次，很多次，我在梦中坐了起来
，真真切切地感觉我从床上坐起来，非常真实，但是很快又被疼痛再次拉回到现实中。
我只能平躺着，无论是在病房还是在理疗室，无论是在麻醉间还是手术室，我眼前看到的永远是天花
板。
这个时候，我的胃也来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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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一管理:企业安全生产的无上法则(全新升级版)》：只有不到位的执行，没有抓不好的安全。
企业要生存，安全是底线：首次倡导“新安全观”，所有员工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首次倡导“安全
责任教育”，真正解决企业安全生产问题首次倡导“情感安全管理”，解开员工生产事故之谜首次倡
导“自我安全管理”，让安全责任意识覆盖各个岗位首次倡导“安全自助训练”，员工快乐工作，享
受安全首次倡导“人是安全的决定因素”，塑造“主动安全精神”。
安全才能生产，安全才能增效事故面前，责任难逃确保安全，人人有责一切事故，均可避免所有事故
，都是人祸任何事故，都是管理失误忽视安全生产，就是犯罪谁安全，谁生存；谁安全，谁发展；谁
安全，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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